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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嫁接乡村

如何好用又管用？
——来自浙江省德清县的思考与实践

朱海洋

在德清县阜溪街道龙胜村，54岁的村民
蔡美芳刚接触地理信息时认为其高深莫测，
但自一年前成为村里数智生活馆的“管家”
后，她切实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奇妙变化。
此馆百余平方米，却“五脏俱全”，农货进城、
网货下乡，各类服务足不出村即可办理。蔡
美芳不断掌握着新技能，被周边百姓所需
要，这让她颇感自豪。

2003 年，浙江就创造性地提出建设“数
字浙江”。毗邻杭州的湖州市德清县嗅觉灵
敏，早早试图打开数字跨界融合的更多可能
性。2020年，该县成为首批国家数字乡村试
点地区，并在试点中期评估中位列全国首
位，更连续四年获得“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
息化发展先进县”。

当数字嫁接乡村，如何避免成为花架
子，实现好用又管用，又怎样让农民爱用？
最近，记者就此前往德清进行采访。

一张底图共享到底

在首届联合国地理空间知识与创新周
揭幕之前，其实，另一场国际交流活动才刚
落下帷幕。10月18日，中欧美丽乡村论坛在
德清举办，这是中欧之间首次以美丽乡村为
主题进行对话，也是“千万工程”实施 21 年
来，首次召开“国际版”现场会。一众交流点
位中，五四村受到广泛关注。

光看颜值，一步一景、如诗如画，在美丽
乡村蔚然成风的浙江，五四村或许并不足为
奇。但倘若触及深层次的内核，让人不免啧
啧称奇。想运动了去哪里、大气环境数据如
何、道路上是否有抛洒物……这些问题都能
在村里的“数字乡村一张图”上找到答案。

2020年，德清发布了“数字乡村一张图”
县域建设标准。如今走进全县各个行政村，
都能看到一张三维数字地图。其涵盖乡村
规划、乡村经营、乡村环境、乡村服务和乡村
治理5大领域，背后打通了20 多个部门的数
据壁垒，可提供水域监测、危房监测、智慧
气象、医疗健康、智慧养老等 120 余项功
能，堪称触达乡村各角落的“智治”物联感

知网。
德清县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吕秋

月告诉记者，在打造数字乡村过程中，德清
始终强化“全县一盘棋”的理念，在全省率先
建立县域遥感监测影像常态化采集机制，每
季度开展一次全域数据采集，并统筹全县遥
感数据的管理与使用，实现多部门共享，避
免数据重复采集。仅此一项，每年就可节省
财政资金约2000万元。

为德清提供全域数据采集的企业，正是
首批入驻该县地理信息小镇的“国遥公
司”。几年间，其已成为小镇内的龙头企业，
除了数字乡村服务外，还延伸出社会治理、
数字孪生、遥感数据工程三大板块，去年的
年产值突破12亿元。如今在这一小镇，聚拢
430余家地理信息企业，2023年以来，就有25
名国家级人才、6500多名地信领域青创人才
在此追逐梦想。

数智让生活更美好

蔡美芳的直观感受是，有了乡村数智生
活馆之后，快递量猛增，馆内人气越来越
旺。过去老百姓网购，收取快递得跑街上
去，驱车尚得十几分钟，现在直送家门口，
很是方便。还有取现金、办贷款、开通网
络，甚至包括招聘临时工，都能“一站式”
解决。

龙胜村党总支委员姜芸的感受则是，有
了“数字乡村一张图”后，开展工作更便捷
了。最近，村里正推进“瓷之源”文化项目，
需要摸底地块底数，利用该系统的丈量工
具，点点鼠标，姜芸心里便大概有数。此外，
像人居环境、农地保护、水域监测等各种实
际问题，系统都能派上用场。

这便是德清打造数字乡村无处不在的
用户思维。简而言之，就是好用管用，让农
民爱用，并且有获得感。今年8月，德清被列
入浙江省首批乡村数智生活馆整县制建设
县名单，推进乡村智享服务普惠共享，紧盯
群众高频办事服务需求，提供一条龙、一站
式、全链条的数智化服务。

德清是湖州市内唯一入围的地区，这缘
于扎实的基础。过去几年中，该县不断整合
域内数字生活智能服务站、丰收驿站等资
源，推广统一配送、集中管理、共同服务等模
式，共建成县级物流配送中心1个、乡镇级综
合中转站5个、数字益农信息社站点建设45
个、省级乡村数智生活馆14个。

光有这些阵地还不够，关键是如何可持
续运营。对此，德清引入市场化运营机制，
将该体系交给名为“城配物联”的本土企业
打理。十多年前，沈云与丈夫投身快递行
业，她一直渴望打通乡村快递“最后一公
里”。可光靠一己之力，高昂的运营成本令
其望而却步。

于是，政企双方一拍即合。数智生活馆
交给“城配物联”运营后，由企业聘请“共富
合伙人”，即像蔡美芳一样的“管家”，既可带
动本地村民就业，又能解决“谁来运营”的问
题。面向老百姓皆为公益服务，如何盈利？
沈云坦言，未来盈利点在于，一是搭建平
台 ，为 各 类 服 务 商 布 局 乡 村 构 筑“ 生 态
圈”，二来打通城乡共配一体化，推动农
产品上行。

在龙胜村的数智乡村生活馆，就有配备
冷鲜柜。不久后，“土特产”早园笋就将登
场，小散户就能通过“城配物流”旗下的“德
鲜配”将农产品送进城。今年，这一平台已
帮助德清农民销售农产品 21.5 万件，创收
1100多万元。

数字与产业深度捆绑

在吕秋月看来，数字嫁接乡村，一方面
要强化服务与数据的集成，以及乡村治理的
共治智治，体系化构建数字生活新模式，推
动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另一方面则要注
重数字与产业的深度捆绑，加速推动传统
农业向智慧农业迈进，从而实现高质量发
展。

54岁的佘国兴酷爱钻研技术，走进其位
于康乾街道金鹅山村的新田农庄，正值下半
年的小番茄上市。他直言，若无大棚设施和

智能装备相助，很难抵抗夏日酷暑，最多产
一季。说话间，只见佘国兴打开手机，各
种农事操作一屏掌控，各种信息一目了
然。

“像这套智能高压雾化植保系统很管
用，就是我研发出来的。以前，一个 6 亩大
棚，若靠人力喷药，得一个人作业一整天，现
在仅需 152 秒就能完成。”佘国兴引以为傲
道，如今，他对外输出运营系统，每年“卖模
式”产值已超过卖水果产值。

同样眉开眼笑的还有“加州菌业”的总
经理吴志广。今年，他首度尝试种植金耳
菌，经过精心栽培，过程一帆风顺，结果称心
如意，很大程度上仰赖于 5G 智慧菌菇房。
金耳菌被誉为“菌中燕窝”，很是精贵，自然
种植不易。有了“数字管家”，大大提高精细
化管理水平。

吴志广给记者算了笔账，30平方米的菇
房，一年可收10茬、产量约1.25万公斤，基本
四年可收回成本。不过，他并不打算“大包
大揽”，自己就专注于前端的技术研发与后
端的市场营销，而将中间的基地建设、种植
环节包装成一个共富项目，由所在的高峰村
与临近的勤劳村、北湖村共同投资，建成全
市首个智能化、标准化、工厂化食药用菌高
效生产示范基地，带动村集体和老百姓共同
增收，彼此间实现抱团共赢。

数字化带来的不仅仅是产业之变、模式
之变，还有深层次的人才结构之变。今年以
来，德清县累计引进青创项目286个，新集聚
入乡青年 3565 名，培育现代“新农人”4374
名，其中青年占比达六成以上。他们的到
来，成了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有力践
行者，继而衍生出许多意想不到的乡村新业
态。

截至目前，德清已建成2家省级未来农
场、12家省级数字农业工厂，各种物联网应
用示范点全面开花。数据显示，近几年，该
县整合 1.5 亿元的各类财政资金，撬动了超
过10亿元的社会资本，用于种养基地的数字
化改造，助力农业企业用工成本降低43%，生
产效率提升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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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地处浙江北部莫
干山麓的德清县再次迎来国
际目光——首届联合国地理
空间知识与创新周在当地拉
开帷幕，来自联合国有关机构
和 40 多个国家的 700 多名代
表齐聚一堂。

同样在六年前的深秋，联
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落户
于此，拉开了县域地信产业
步 入 国 际 赛 道 的 序 幕 。 如
今，德清已是全国地信产业集
聚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